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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海拔2,700米的高山上，四川省
昭覺縣的瓦吾小學終年雲霧繚繞，被

稱作「雲端小學」。
11歲的男孩阿作伍勒即將在這裡升入五

年級。每一個和他一樣生活在大涼山的彝
族孩子都知道，在遙遠的北京，有位慈祥
的習爺爺牽掛着自己。
2018年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乘車沿

着坡急溝深的盤山公路，深入四川大涼山
腹地的昭覺縣看望貧困群眾。他為小女孩
吉好有果唱出的《國旗國旗真美麗》熱情
鼓掌，關切地詢問村民「孩子有沒有學
上」。

新校舍落成 組建足球隊
在這片被懸崖峭壁圍繞的土地上，曾有

數以百計不通公路、幾乎與世隔絕的「懸
崖村」，孩子們求學之路異常艱辛。4年

前，當阿作伍勒剛入學時，「雲端小學」
還不通公路。年紀小小的他，需要沿着陡
峭的山路步行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4公
里以外的學校。
年邁的奶奶雙目失明，常常在家流着

淚、揪着心，生怕他出意外。
這些年，一切正在悄然改變。
2015年，從昭覺縣城通往瓦吾小學的
水泥路修通，阿作伍勒上學時間縮短了一
半；2017年，新校舍落成，孩子們搬進
了明亮安全的教室；需要深一腳淺一腳、
挨家挨戶找回輟學放牛娃的校長，現在有
了247名學生；開齊了所有小學課程，
「雲端」上的孩子還組建起校園足球
隊……

「我長大要去很多很多地方」
曾經被層層山巒阻擋的教育之光，照耀

着幼小的心靈，孕育着無邊的夢想。
就在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彝族群眾半年

後，沿着校門口的路，阿作伍勒第一次離
開家鄉、坐着動車來到南京參加足球友誼

賽。他的家族裡，從未有人走得這樣遠。
「等我長大，要去很多很多地方，和不
同的對手比賽！我想贏！」阿作伍勒大聲
說出自己的夢想。

「雲端」的孩子 不再發愁「上學路」

「職業教育是我國教育體
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
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基礎
工程，要上下共同努力進一

步辦好。」
這是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調研

時，對職業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
4年過去了，想起這段話，今年高職畢

業的李明揚仍然難掩激動：「正是習近平
總書記的勉勵，讓我從『差生』的陰影中
解放出來，走上『成才大道』。」
曾有一度，李明揚覺得，人生的路越走
越窄。

化彷徨為熱愛 世界賽膺亞軍
中考成績僅有200多分，初中畢業的李

明揚面臨「沒書讀」的窘境，職業學校成
為不得已的「將就」。
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走進貴州省
機械工業學校實訓基地，李明揚和同學們
正在進行車加工、數控機床、機器人示
教、激光打印等課程的實訓。習近平總書
記走到他們中間，觀摩他們操作，詢問他
們學習感受。
「各行各業需要大批科技人才，也需要
大批技能型人才，大家要對自己的前途充

滿信心。」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語，給李明
揚和同學們吃了一顆「定心丸」。
動手能力很強的李明揚開始領悟一個道

理：天生我材必有用。讓才華在屬於自己
的領域裡盡情綻放，又何嘗不是一種成
功？
過去的彷徨，化作對專業滿心的熱

愛，小夥子從早到晚「泡」在實訓室裡
鑽研技術，手被劃出一道道傷痕仍癡心
不改。2016年，他代表學校參加第44屆
世界技能大賽選拔賽，不負眾望勇奪亞
軍。
企業紛紛遞來橄欖枝，學校邀請擔任實

訓教師……曾經的「差生」，揚眉吐氣實
現了「人生逆襲」。
和李明揚一道「逆襲」的，是緊跟企業
用工需求的職業院校。以李明揚高職畢業
的貴州裝備製造職業學院為例，學院根據
市場需求新開設工業機器人、3D打印、大
數據呼叫等專業和課程，並添置先進設
備、改善教學硬件。近年來，該校的畢業
生遍佈全省，已成為裝備製造技能人才的
一支生力軍。
找準適合自己的專長，職教學生可以展
現出「無窮大」的潛能。李明揚深信，他
的人生，無限廣闊、無比精彩。

 &

曾經的「差生」 走上「成才大道」

老區教師合力托舉「起跑線」

久違的大雨，一掃京城連日的暑氣。
北京市八一學校天工苑通用技術中心的

通道裡，即將升入高三的張馨心輕輕扶正
自己設計製作的展板。展板的內容——
「基於衛星轉發和『黑匣子』的自然災害
實地數據監測系統」反映着她過去兩年的
學習成果。
2016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北京市八

一學校，同正在研製科普小衛星的老師和學
生們交流，肯定他們通過科普活動激發學生
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做法。當年年底，科普小
衛星發射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又給研製團隊
的學生回信，叮囑孩子們「保持對知識的渴
望，保持對探索的興趣」。
「第一顆小衛星成功發射的消息，在我

們學校大屏幕上滾動播出了整整一周。」當
時正在上初中的張馨心，被深深震撼了。
彷彿一顆「啟明星」，科普小衛星吸引

着張馨心努力考入這所學校，成為團隊一
員。編程控制、樣本培育、走進高校實驗
室觀摩取經……她陪伴着亞軌道飛行器
「方舟一號」從無到有，從圖紙變為現
實。今年6月，這個攜帶太空生物實驗艙
的飛行器在內蒙古成功發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一切只是張馨心
學習探索的一個側面。這個看起來白淨文弱
的女孩是學校動漫社社長，喜愛籃球，擅長
定向越野。「學校開設了機器人、陶藝、足
球、京劇、舞蹈等各個門類的項目制課程，
鼓勵我們不斷觸碰、探索未知的世界。」

大力推進素質教育——習近平總書記在考
察學校時指明的方向，在校黨委書記牛震雲
看來，同學生們面臨的升學要求並不矛盾。
「興趣的開啟、精神的培養，是學習的
『永動機』。」牛震雲說，「讓孩子們對
內探究自己的稟賦天性，對外了解行業與
職業，在此基礎上進行知識的積累，信心
滿滿走進考場，同時也成為生機勃勃、富
有生活情趣的人。」
即將備戰高考的同時，張馨心也期待着

第二顆、第三顆科普小衛星發射成功的消
息。同時，她的目光，已經投向更遠更高的
世界：「在未來，航天科技不會只停留在探
索太空。我想從事環境保護、自然災害監測
等方面的工作，更多地造福人類。」

「啟明星」指引少年探求未知世界

■習近平於
2018年2月在
涼山彝族自治
州昭覺縣三岔
河鄉三河村跟
孩子們打招
呼。資料圖片

參加培訓、檢修教學用具、準備秋季學
期課程……炎炎夏日，陝西省延安市寶塔
區楊家嶺福州希望小學的老師們並沒有因為
暑假到來而停止忙碌。米黃色的教學樓上，
紅色大字「托起明天的太陽」格外醒目。
2015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這裡，看望

教職工，並關切地詢問教師待遇如何。老師們
至今記得他當時殷切的囑託：「教育很重要，
革命老區、貧困地區抓發展在根上還是要把教
育抓好，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資源「引進來」老師「走出去」
回首過去的4年，37歲的語文老師張燕

感慨，自己的教學環境已今非昔比。
4年裡，學校的教學樓由3層增加到5

層，書法室、美術室、音樂室、舞蹈室一
應俱全，還配備了現代化教學設備，老師
們教學時可以通過互聯網調閱資料。
資源「引進來」還不夠，老師們積極
「走出去」。
張燕被學校派至南京市長江路小學跟崗

學習，雖然只有短短一周時間，卻獲益匪
淺：「去優秀的學校跟崗學習比聽教育講
座來得更快，效率更高。回來後，我們互
相分享心得，結合實際情況，優先使用好
的做法，不能讓娃娃們輸在起跑線上。」

除了跟崗學習，學校還跟北京市朝陽區芳
草地小學、福州市鼓樓第二中心小學等建立
教育合作結對機制，與他們的教學能手建立
師徒關係。張燕說，即使她的「師傅」調離
了原來的學校，這種幫扶指導也從未間斷。
老師們眼界放寬、方法跟上、心氣兒變
足，學校教師隊伍素質不斷提升。目前，
楊家嶺福州希望小學的教職工從2015年的
20名增加到了40名，還湧現出省、市級教
學能手和區級學科帶頭人。
「學校發展迅速，我們也有了更多提升

的機會，現在的工作既快樂又充實。」張
燕說。

■■習近平習近平20152015年年66月考察貴州省機械工業學校月考察貴州省機械工業學校，，觀摩學生操作觀摩學生操作，，詢問他們學習感受詢問他們學習感受。。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鄉村振興和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教育，要保持教

師隊伍穩定，鄉村的孩子不能輸在起跑線上。」

——2019 年 4 月 16 日 在「解決『兩不愁三保

障』突出問題座談會」上講話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

上也得益於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國致力於推進

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辦好人民滿意的

教育。」

——2019年3月30日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

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巴科

■「在大中小學循序漸進、螺旋上升地開設思想

政治理論課非常必要，是培養一代又一代社會

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

——2019年3月18日 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

課教師座談會」上講話

■「推進產學研協同創新，積極投身實施創新驅

動發展戰略，着重培養創新型、複合型、應用

型人才。」

——2018年9月10日 在全國教育大會上講話

■「全黨全社會要弘揚尊師重教的社會風尚，努力

提高教師政治地位、社會地位、職業地位，讓

廣大教師享有應有的社會聲望，在教書育人崗

位上為黨和人民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2018年9月10日 在全國教育大會上講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培嘉

習近平談教育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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